
2019 年 4 月（总第 199 期） 

1075  

综合论坛 

室内设计中凸显的美学 
◆崔峻源 

（四川轻工化大学  四川省自贡市  643000） 

 
摘要：室内装修设计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从讲究单方面的实用进化到即

讲究实用又讲究审美性，再从这两方面进化到能够满足不同阶段的消费

等级的社会人群。而如今室内设计对美的定义之一，就是主观与客观之

间个性的变化与统一，室内设计在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下，每时每刻的

都在推陈出新，现在基本上摆脱掉了片面的个性以及单纯的合理性，向

着更明确，更全面的理想方式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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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设计已经逐渐成为了建筑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
完善居民居住条件，发扬现代艺术理念，创建高质量生活方式的
表现形式，是运用先进的表现形式把审美方式、文化底蕴以及实
用合理等全方位因素融合进室内装修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今的室
内设计既需要满足人们的根本需求，也需要融合地区的文化底
蕴、当地风俗、以及人文习惯等多种因素，因此室内设计需要既
满足实用性，又要明确的传递出形式美的重要信息。 

一、室内设计中彰显出的形式美 
将多种元素体现出的大众美感融合在一起的活动方式，并将

实用性融合在一起的表现，就是室内设计原理的通俗说法，应当
归类为平面与三维的结合。由于多重元素的组合后又进行了重新
演绎艺术形式，体现出了其独特之处。细分成几个要素来进行逐
一分析： 

1、对于空间形式的表现 
对空间进行合理的布局是能够遵循空间结构而且突出当方

面空间存在的基本表现形势。所以当代设计的理念明确的表达出
要创造出多重的空间视觉层次来丰富和美化合理的建筑空间。 

2、色彩搭配 
颜色不仅能升华室内空间的美观等级，也能对住户者的心

理、视觉、以及生活习性带来潜移默化的导向性作用。因此室内
空间的颜色搭配以及布局，需要非常严谨而且要让感官体会到应
有的舒适度。 

（1）颜色在空间中产生的不同作用 
室内空间的功能性自当今社会逐渐变得多样化，因此在为指

定作用的空间搭配颜色时一定要顾及到空间指定作用的实用性，
以避免因为颜色的问题而间接地成为空间中得累赘。 

（2）颜色的选择需考虑空间使用者的类别 
作为一名合格的室内设计者需要明确客户的年龄区间，性格

习惯等等个性因素，以此来明确空间的的颜色搭配。老年人和青
年人对颜色的喜好就有明显的个性区别。 

3、构成点缀空间 
室内空间是建筑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室内中的隔断、承重柱

等结构部位对空间起到了间接地点缀作用。活用室内的结构部位
对其进行加工，能明确的增加室内空间里体现的美学特质，从而
提升室内空间的审美品质。 

二、室内设计中的多重元素的搭配 
1、室内空间的运用 
室内设计者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对室内空间的合理运用，也及

时所谓的平面布局，从而达到实用、合理。而进一步明确空间中
各个部位的点缀以及摆设从而丰富空间的层次以及提升空间的
美学标准，要让多重元素组成和谐的视觉感受。 

2、亮度及工业材质的搭配 
亮度也就是室内选取的光源，设计者需要对窗户的位置，也

就是采光的方式以及灯光的搭配和点缀进行充分的研究与准备，
充分的烘托空间中合适的气氛。色彩通过光源衬托能变得更有视
觉冲击力，而有色光源的表现，更加丰富了空间的颜色层次，突
出空间的结构布置，来引领居住者的视觉中心，从而在心理作用

上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成果。由于当代室内设计因素的多元化，
导致各式各样的装饰材质流入到各家各户，不同的材质体现的层
次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材质的筛选在室内装修的过程中也显得
举足轻重。 

3、陈设、装饰、家具的选择和摆设 
陈设和家具可以使个人的注意力更直接的转移到个体上去，

而其根本室内空间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摆件作为更好地衬托。而这
些元素再一定时间上要比空间中的构成接触人的次数更多，因此
室内环境的风格能使这些元素反应的更加直观。所以作为设计者
要更加善于搭配这些个体元素使其融入整体的室内空间，同时还
要考虑其实用性是否符合居住者的标准。室内设计者是能够非常
的明确出“以人为本”的职业素养，需要将人机工程与环境基础
恰当的融合到一起。 

三、“化整为零”的审美体现 
1、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迅速，人们整体的审美素质有明显

的提高，因此设计师们更加注重在整体环境的大前提下进行观念
的植入，如今的设计空间多种多样，设计者也同样在不停的运用
构成的特点将美的观念进行传递，升华。而这种形式也得到了多
数人的理解及认可。由于空间分为室内和室外这两部分格局。这
两部分显然离不开人类社会与周围环境的氛围渲染，因此设计者
在对室内空间进行布局分割的同时也要考虑周围环境以及所处
方位的文化底蕴等种种因素，而不是单纯的把所谓的“先进”审
美观念进行生拉硬套，从而导致空间与环境的严重失调。如今的
现代设计还存在着基本的设计问题，所以需要设计者拥有更广的
视野，以及更大的格局从整体考虑设计方案，来对环境进行更加
完美的审美表现。创造性思维同样是设计者不可或缺的硬性条
件，设计者需要将自己对经验的积累，与联想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使其服务的空间展示出最大的审美张力以及最合理的布局分割。
“接地气”是一个最包容的词汇，既要不丢失当地环境的底蕴特
色，又能使空间格局更加合理前卫，既要尊重经典，又要赶上社
会发展的步伐，这是每个设计者值得花上足够长的时间去深思熟
虑的问题。 

2、空间的构成、建筑的结构、色彩的搭配、材质的交错重
叠等这所有的设计元素，终归只有一个目的：体现设计作品的完
美。所有的筹备工作就只是给最终的结果点缀上完美的句号。这
就是审美概念中的统一。身经百战的设计者会让自己的设计作品
变得层出不穷，每一个拐角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仔细品味这新
出现的元素不会因为内容的乏味而感到无比的油腻。舒适，无论
是任何元素所体现出的舒适，都将成为这个设计作品中珍贵的勋
章。因此，作品就是要斤斤计较，每一寸每一毫米每一立方都要
体现出他应有的精致，否则他不配叫做“作品”。所以每一个地
方都是重点，设计者不能把统一作为模棱两可的借口，应当化整
为零，拆分到每一个细节，竭尽所能的去完善每一处空间，不能
给自己留出哪怕就是一点点回旋的余地，要把自己逼到毫无退
路，只能小心谨慎。只有这样，最终的作品才会让所有人没有遗
憾。真正的意义就是要“统一”的“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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